
对于如何提升媒体工作者讲故事的能力，助
力周口文化、周口故事更好地走出去，梁宝毓教授
结合业界经验，向周口报人传授了不少新点子。

首先是故事选择“国际化”。梁宝毓教授强调各
地方都拥有着丰富多彩的故事，但并不是所有的故
事都适合进行国际传播。做好地方国际传播工作就
需要我们用国际化的视野去精心挑选故事，在保持
地方特色、体现地方文化的同时，选取国外民众感
兴趣，特别是能够引起情感共鸣的故事。

其次是故事讲述“国际化”。 古希腊伟大的哲
学家柏拉图说：“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了世界。 ”
这就要求地方国际传播工作者要运用国外民众接

受的传播方法和技巧向世界讲述地方精彩故事，
要讲道理，更要摆事实，做到“用事实说话”“用镜
头讲故事”，要“平视生活”，做到传播的人性化、内
容的生活化。

最后是故事传播“分众化”。不同国家、不同文
化语境、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下，公众的态度和立场
是不同的。 所以，面对不同国家公众，传播的内容
与方式要有差异化安排。

在学会讲故事的基础上， 如何打造地方国际
传播的载体和平台，梁宝毓教授给出的建议是：地
方应充分抓住新时代赋予的 “造船出海”“借船出
海”“搭船出海”“组船出海”的巨大机遇，打造全方
位、多层次、多声部的地方国际传播矩阵。

“造船出海”即是地方各级政府、媒体应积极
行动起来，借助网络这一载体，一是搭建自身的政

务英文外宣网络平台；二是推动地方主流媒体、高
校、 科研院所等搭建自身的英文外宣网络平台。
“借船出海”即是地方媒体积极行动，借助社交类
媒体平台，在海外社交媒体脸书、推特等上面注册
自己的政务账号，并推动地方主流媒体、高校、科
研院所等在海外社交媒体上面注册自己的账号，
充分运用新手段和工具， 加强自身的国际传播能
力。 “搭船出海”即是地方媒体借助中央主流媒体
构建的现代化国际传播平台， 加强与中央主流媒
体的沟通交流， 推动地方主流媒体加强与中央主
流媒体的沟通交流，建立机制，安排专人选取并整
理地方信息中的外宣亮点， 及时向中央主流媒体
平台提供鲜活的信息和精美的稿件。 “组船出海”
即是地方媒体筛选一批政治意识强、业务水平精、
外语能力强的地方自媒体人组成民间国际传播队

伍，帮助他们设置议题，提升传播能力，开展地方
国际传播， 借力他们的平台对外讲述地方的精彩
故事。

“地方传播结合起来就是中国传播，是生动又
具体的中国故事。 ”在访谈快要结束时，梁宝毓教
授强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
在“不传播，就不存在”“不日进者，必日退”的当今
时代，作为内陆省份的地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更显重要更显迫切。 “在
周口这片诞生出老子的文化热土上， 周口的媒体
人更应该肩负起传播本土优秀文化的使命， 把老
子的优秀思想传播得更远、更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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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子文化走向世界
———访兰州文理学院传播学教授梁宝毓

□记者 乔小纳/文 刘俊涛/图

“周口有着无与伦比的独特的地方文化优势，这里有老子文化（鹿邑是老子故里）、农耕文化（周口是农业大市粮食主产区）、姓氏根文化（淮阳是伏羲故
都、姓氏发源地）和‘中国杂技之乡’‘中国文学之乡’（全国 18 个‘中国文学之乡’之一），这些文化每一个拿出来都是响当当的独特文化品牌，但周口是否形成
了文化的感召力、软实力和国内外传播的影响力？ ”

10 月 27 日下午，在周口日报社第十一期《周口报业大讲堂》上，兰州文理学院传播学教授梁宝毓做了题为《让老子文化走向世界—————地方主流媒体提
升国际传播能力路径探讨》的报告。 梁宝毓教授提出的周口文化对外传播影响力之问，引起了周口报人的思考。 梁宝毓教授曾在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从事
杂志编辑、图书出版工作 20 多年，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撰文著书、拍摄纪录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此次周口之行，梁宝毓教授游览了鹿邑太清宫、淮阳太昊
陵等历史文化名胜，对周口文化底蕴之深厚频频赞叹。 在大讲堂上，他结合在周口的所见所闻，为如何让老子文化走向世界提出宝贵建议。

传播“老子” 任重道远
对于老子文化的深刻内涵和丰富外延，梁宝毓教授

做了深入浅出的诠释。
据现有史料研究，老子诞生于公元前 571 年，孔子

诞生于公元前 551 年，而古希腊哲学“三圣”中的苏格拉
底出生于公元前 469 年，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 427 年，亚
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 384 年。 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
师，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如果从世界哲学的历
史看，老子堪称苏格拉底的老师。当然，中国的哲学先贤
和古希腊的哲学家各有特色、各有造诣。但若细细研究，
在一些基本哲学启蒙思想方面，东西方哲学是有不少相
似或相同之处的。“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周口鹿邑就诞生
了老子这么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可
见这里有着非凡的思想土壤。 ”梁宝毓说。

老子的著作、思想、哲学早已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
产的宝贵财富， 欧洲人从 19 世纪初就开始对老子传世
作品《道德经》深入研究，《道德经》已成为全球文字出版
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尽管中国和欧美等国的文化有
很多差异，但对于老子和老子的《道德经》，不仅全球思
想界、哲学界、文学界和史学界普遍接受，而且在世界科
学界、生物界、地质勘探界和生态保护领域，也对老子及
其传世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于老子的文化价值，梁宝毓评价道：“老子文化是
跨越时代、跨越地域、跨越国界的，老子的《道德经》既闪
耀着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思想光辉，又蕴含着朴实无华
的人生哲理、自然生态哲理和社会哲理的辩证法箴言警
句。 中国的历史文化具有深厚底蕴，中国的文化自信具
有足够的内涵底气。缺失深厚历史文化的国家和民族是
肤浅的，是没有底气、定力和精神感召力的。 ”

从老子时代到现在的近 3000 年里， 人类和世界已
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外交、军
事、安全领域，还是在经济、贸易、金融、科技、教育领域；
无论是世界人口的生活、生存和生命环境，还是海洋、深
地、极地、地球、太空、宇宙，这个世界已经面目全非。 但
老子的思想文化、《道德经》的哲理依然显示出很强的生
命力、哲理性、时代价值与现实针对性。 世界虽然在剧
变，但人类与世界的基本规律、基本矛盾、基本演进、基
本环境和基本依存关系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重温
老子共 81 篇 5000 字的《道德经》，对我们更好地思考人
类与世界面临的问题乃至危机是有益的。既然老子文化
对人类与世界如此重要，我们就要更好地把老子文化继
承下去，并尽力传播出去。 老子文化的国际传播有许多
工作要做，可谓任重道远，但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国际上尤其是我们的周边国家，近年来从事老子文化研
究的高校、智库和组织机构越来越多，但老子诞生在鹿
邑、诞生在周口，因此我们对老子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既是捍卫和弘扬中华民族悠久历
史与灿烂文化的重任，也是加强中国软实力建设和国际
传播的当务之急。 ”梁宝毓说。

遵循“五力” 走向世界

对于老子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梁宝毓教授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的“五力”要求，给出了
建议。

2021 年 5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着力提高国
际传播影响力、 中华文化感召力、 中国形象亲和
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国际传播“五力”的重要论述，为当前加
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 提供了
根本遵循，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国际传播的关注点和
落脚点呈现出下沉趋势。 因此我们地方媒体要重
视国际传播工作，积极总结地方经验、挖掘地方特
色、讲好地方故事，推进地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要以全球眼光重新发现地方新闻， 让地方新闻变
成全国新闻，具有全球新闻的传播价值。在报道手
法上，要注重用小切口反映大主题，用微镜头展现
大时代，以小故事揭示高立意，以新技术创造新体
验。地方媒体外宣工作要抓住本地特色，贴近中国
实际、贴近国际关切、贴近海外受众，将国际新闻
和地方特色结合起来，效果会更生动、更具体。 ”梁
宝毓说。

所谓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就是要着眼于提升文
化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说，把中华优秀文化推向
世界，让中华文化在世界面前“活起来”“热起来”，

既是一个拥有 5000多年文明史的民族向世界自我
呈现的必然，也是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在经济全球
化时代应当担负的责任。按照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
家约瑟夫·奈的说法，文化通过传播、得到认同才能
转化为软实力。 梁宝毓教授认为，认同来自于文化
的感召力，这是形成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中华文化要产生感召力，在于受众对中华文化
多元立体的体认。综观当下国际传播中有关中华文
化的传播，最主要的弊端是对中华文化传播的片面
化解读，多停留在文化符号的认知上。比如，对于中
国功夫、中国美食等缺乏精神标识的提炼和深层价
值的挖掘，文化背后形塑的中国形象也略显扁平与
单薄。 在国际传播中，宜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
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
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在万物皆媒的时代，提升国际传播软实力，既
要充分整合政府、民间和外籍友人的力量，又需要
“硬核”载体，发挥物质文明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
的作用，“为此， 我们应在调研基础上摸清自己国
际传播的短板缺项，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
构建地方媒体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 推动传播理
念的变革， 提高地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意
识，挖掘我们周口地方文化特色，提升文化的感召
力、软实力，提升我们讲故事的能力和水平，协同
地方传播实践，丰富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建设，整合
社会传播资源，‘造船、借船’并用，打造周口日报
社的国际传播的载体和平台，讲好周口故事，对外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周口，这是我们周口媒体
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梁宝毓说。

讲好故事 打造平台

梁宝毓在做报告。


